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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北方旱地农业区传统上一直采用铧式犁翻耕、地表裸露休闲的耕作方式。
翻耕在提高农业产量中曾经一度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但随着产量提高、耕作强度增大，传统耕作方式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
翻耕使旱作农区的土壤失去植被保护，导致风蚀、水蚀加剧，成为引发沙尘暴的重要因素，使河流浑
浊、耕地资源与土壤不断退化，化肥的需要量越来越大，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试验推广适合我国北方旱地农业的新型耕作技术，对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资源和环
境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作用和长远意义。
　　保护性耕作是以大量秸秆残茬覆盖地表、尽量减少耕作、用除草剂控制杂草的新型旱地耕作技术
。
在一定程度上说，保护性耕作是向自然的一种回归，它放弃了多年来成为习惯、认为土地就必须翻耕
的做法，更加充分地利用自然保护土地、恢复地力。
在实现旱地增产增收的同时，又有效地减少水土流失、抑制农田扬沙，培肥土壤，实现农业可持续发
展。
目前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保护性耕作技术得到快速推广，并在引导着传统耕作
技术的革命。
　　然而，改变一种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模式殊非易事，既要有观念的更新，更要有新技术的支撑。
在我国应用保护性耕作技术，需要大力研究开发适合我国条件的中小型保护性耕作机具及杂草控制技
术。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部保护性耕作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从1991年开始进行保护性耕作田间试验和机具开
发，十余年来取得了出色的成果，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也得到了政府和专家的肯定。
其成果已在山西、河北等十多个省、市、区示范推广。
　　《保护性耕作技术与机具》一书，是该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从农机农艺结合的角度对多年来保护
性耕作技术在我国试验、示范、推广进行的总结。
希望该书的出版能使更多的人了解保护性耕作，能帮助从事保护性耕作试验和推广的科技和管理人员
把保护性耕作组织、实施得更好，为资源环境保护、农民增产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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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保护性耕作的系统试验和机具开发，经过10多年的努力，已获得初步成
功，并在山西、河北、内蒙古、辽宁等10多个省、市、区示范推广。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保护性耕作的概念、原理、国内外发展形势与经验；不同地区的保护性耕作农艺
体系以及秸杆与地表处理、免耕施肥播种、深松、杂草控制等关键作业技术；免耕播种机、深松机、
浅松机及其他配套机具；保护性耕作的生态效应、产量与土壤效应测试，经济效益计算等。
全书内容紧密结合实际，主要内容来自第一手 试验研究资料。
全面地反映了我国保护性耕作的情况。
本书可供相关技术与管理人员，各级农业和农机的管理、推广与科研人员，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及大专
院校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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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保护性耕作是人类由不耕作到刀耕火种，由刀耕火种到汉代发明铧式犁进入传统人畜力耕作，由
传统人畜力耕作到传统机械化耕作后的又一次革命。
前三次革命，人类都是通过耕作干预自然，带来农业生产的一次次飞跃。
特别是机械化的发展，人类掌握了强有力的耕作工具，成为自然的主人，可以随意改变土地的原有状
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
但是人类和自然的矛盾也愈来愈突出。
比如耕翻作业除掉地面残茬、杂草固然有利于播种，但同时也破坏了植被对地面的保护，导致土壤风
蚀、水蚀加剧；旋耕切碎土壤，创造了松软细碎的种床，但同时又消灭了土壤中的蚯蚓与生物，使土
壤慢慢失去活性。
耕作强度愈大，土壤偏离自然状态愈远，自然本身的保护功能、营养恢复功能就丧失愈多，要维持这
种状态的代价就愈大。
近几十年来，我国机械耕作活动增强，农产品产量大幅度上升，但河流泛滥、沙尘暴猖獗、土壤退化
、作业成本上升也是不争的事实。
保护性耕作取消铧式犁翻耕，在保留地表覆盖物的前提下免耕播种，以保留土壤自我保护机能和营造
机能，是农业生产由单纯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到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革命性变化。
　　保护性耕作对农民本身将带来观念上、生活质量上的革命性变化。
1997年5月美国保护性耕作信息中心年会上，一位免耕农民的妻子巴巴拉·弗瑞安西斯（Barbara Francis
）说：“除电的应用外，免耕法是对我的生活质量改善最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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